
升高
>U

左右)

?

*

+另外患者在标本采集前的准备也至关重要#

包括生理状态,生活习惯,饮食习惯等#其他条件如运动,情绪,

标本采集时间,药物,饮酒等+某些因素对检验结果可能产生

误差#甚至造成误诊#如剧烈运动能导致血钾,血钠,酶,清蛋

白,糖,无机磷,尿酸,尿素,胆红素,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,碱

性磷酸酶等结果异常)

#

#

>

*

+因此#医生,护士,检验人员有责任

将所有检验项目的准备要点,注意事项,正确的标本采集方法

有效地告知患者#让患者了解饮食状况,生理状况,病理变化以

及治疗药物等对检验结果的影响#取得患者的理解与配合#保

证检验标本的合格,检验结果的真实+输液中同侧采血#血清

混入
+Q&/.S

%

及抗凝剂错误主要是由年轻的,刚参加工作的

及实习的护士和检验人员引起#他们对采血要求不熟悉#对一

些基本理论知识不了解#不了解这样做的危害性+例如输液#

特别是同侧输液时可使血清钾或钠和氯离子或者葡萄糖等大

幅度增高+这样最易造成误诊#危害性极大+标本采集过程是

保证标本质量的关键环节#对标本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采集时

间,采血姿势,采血部位,采集量,止血带的使用,采集与收集标

本的容器,抗凝剂或防腐剂的应用等都很重要+抽血时要求扎

止血带不宜过紧#不可超过
#3:G

+静脉阻塞
#3:G

血浆蛋白

可增加
"U

#

!3:G

后可使胆红素,碱性磷酸酶等成分增加

>U

)

"

*

+体位的改变可使血液中的许多指标发生改变#一般采

用直立位采血#其标本的测定值比卧位高
>U

!

#>U

)

8

*

+现在

医院基本采用真空采血管#采完血常规后再采生化管而采血针

因混匀血液时刚好沾到少许
+Q&/.S

%

抗凝剂或因生化管采

集量少直接倒取少许血常规管的血液到生化管中#会使血钾明

显升高#血钙显著降低+本院
#>

例混入少量
+Q&/.S

%

标本

的结果统计
S

X浓度
8LR>

!

#?L>%33=1

"

)

#

'E

X浓度
$L$8

!

#L$>33=1

"

)

+而标本放置太久的原因!$

#

%是标本采集后没

及时运送到生化室+现在很多医院都是请护工运送标本#而护

工只是临时请来的普通工人#对医学知识一点也不懂#他们经

常为了少跑腿没及时运送标本#更不懂标本的运送方法+$

%

%

是生化室可能由于标本太多或仪器故障没及时检测+标本采

集后应尽快处理并检测#时间耽搁越少#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就

越高+如血糖浓度在标本放置
#B

后约减少
8U

!

#$U

)

R

*

#因

此标本采集后应由专人按照规定的时间,规定的方法及时送达

实验室#并确保标本在运送过程注意生物安全,防止差错事故

及意外发生+最后标本送达检验科以后#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

实验室标本接受制度对检验申请单#标本的外观,标签,标本量

等内容逐一探查#严格验收+对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标本#按照

实验室标本拒收制度退回并说明原因#做相应记录+对收到的

标本及时检验#不能及时检验的标本要及时离心#分离血清并

按要求保存#因血细胞的各种代谢活动直接影响标本的质量+

总之#全面质量管理是获得准确实验结果的重要保证#检

验科应完善分析前质量控制各环节的管理制度#建立周密的质

量考评体系#把采集和运送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各临床

科室+要制订相应的标本采集指南和运送规范发放到临床医

护人员及患者手中+对一些刚参加工作和实习的医护人员及

运送标本的护工应多组织岗前培训+只有这样#才能保证高质

量的检验结果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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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新生儿脐血的
PN9

血清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

黄
!

莉"安徽省淮北市中医医院检验科
!

%!>$$$

#

!!

"摘要#

!

目的
!

探讨乙型肝炎病毒"

PN9

#两对半抗原抗体系统和
PN9Q(/

之间的关系及临床意义%方法

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"

+)b*/

#检测血清标志物!双抗体夹心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"

bOV/

法#定量检测
PN6/

I

!用

实时荧光定量
,']

检测
PN9Q(/

%结果
!

?$

例新生儿脐血中
PN6/

I

$

PNC/

I

和
PN9Q(/

阳性率为
%$L$U

$

!>L$U

和
!>L$U

!三者两两比较!除
PNC/

I

和
PN9Q(/

阳性率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

F

$

$L$>

#外!其余差

异都有统计学意义"

F

#

$L$#

#%产妇静脉血和新生儿脐血的
PNC/

I

阳性率比较!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

F

$

$L$>

#%结论
!

正确$合理地分析
PN9

血清学指标出现的类型!与
PN9Q(/

的联合动态检测有助于为临床诊断$

疗效观察及判断母婴垂直传播提供参考依据%

"关键词#

!

PN9Q(/

&

!

实时荧光定量
,']

&

!

血清标志物&

!

bOV/

!"#

!

$%&'()(

"

*

&+,,-&$)./0(122&/%$/&%$&%1/

文献标志码$

N

文章编号$

#"8%.-?>>

"

%$#%

#

$#.$$8?.$%

!!

我国是乙型肝炎$乙肝%的高发地区#人群中乙肝病毒

$

PN9

%的携带者占有
#$U

!

#>U

+母婴垂直传播是乙肝病毒

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#本文对
?$

例乙肝表面抗原$

PN6/

I

%阳

性的住院产妇及其新生儿脐血的
PN9

血清标志物及
PN9

Q(/

的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+

$

!

材料与方法

$L$

!

标本来源
!

?$

份标本来源于
%$#$

年
8

!

#%

月来本院住

院产妇的静脉血和新生儿的脐血$标本一一配对%#产妇均为在

/

?8

/

检验医学与临床
%$#%

年
#

月第
-

卷第
#

期
!

)EFVC@'1:G

!

MEG5E<

2

%$#%

!

9=1L-

!

(=L#



本院产科行孕期检查,

PN6/

I

阳性,肝功能正常,无慢性乙型

肝炎临床症状的携带者+入院第
%

天抽取产妇静脉血#分娩后

抽取新生儿脐血#采集脐血时先清除脐带外部污染物#排除产

时污染可能+标本及时分离#测试当天完成+

$L/

!

检测方法
!

PN9

标志物
PN6/

I

,乙肝
C

抗原$

PNC/

I

%

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$

+)b*/

%#试剂来自上海科华生

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#检测仪器是
[C116DEG VS!

酶免仪+

PN6/

I

定量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$

bOV/

法%#试剂来自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#检测仪器是上海新

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
+OOb'7&/

全自动样本前处理

系统及
/(Y&+*&

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检测仪+

PN6/

I

定量

检测以大于或等于
$L%G

I

"

3)

为检测阳性+

PN9Q(/

检测

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+试剂来自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#仪器!博日荧光定量
,']

检测仪#型号!

OiQ.

!!/

#定量检测线性范围为
>$$

!

#L$`#$

R

D=

42

"

3)

+以上操

作步骤均严格按说明书进行+

$L'

!

统计学处理
!

率的显著性检验采用四格表的
3

% 检验#以

F

#

$L$>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+

/

!

结
!!

果

/L$

!

PN9

标志物及
PN9 Q(/

检测
?$

例新生儿脐血中

PN6/

I

,

PNC/

I

和
PN9 Q(/

阳性率为
%$L$U

,

!>L$U

和

!>L$U

#三者两两比较#除
PNC/

I

和
PN9Q(/

阳性率两者

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F

$

$L$>

%外#其余差异都有统计学意

义$

F

#

$L$#

%+产妇静脉血和新生儿脐血的
PNC/

I

的阳性率

比较#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F

$

$L$>

%+

?$

例脐血中共有

#?

例
PN9 Q(/

含量大于或等于
#L$`#$

!

D=

42

"

3)

#占

!>L$U

#

PN9Q(/

含量
#$

!

!

#$

?

D=

42

"

3)

低滴度者
#$

例#

占
%>L$U

(

#$

?

!

#$

>

D=

42

"

3)

中等滴度者
?

例#占
#$L$U

#见

表
#

+

表
#

!

PN9

标志物及
PN9Q(/

的检测结果

产妇静脉血

PN9

血清标志物
'

新生儿脐血

PN6/

I

$

X

%

PNC/

I

$

X

%

PN9Q(/

$

X

%

PN6/

I

$

X

%

PNC/

I

$

X

%

PND/F

$

X

%

#> ? #? #$

PN6/

I

$

X

%

PNC/F

$

X

%

PND/F

$

X

%

%$ ! $ ?

PN6/

I

$

X

%

PND/F

$

X

%

> # $ $

合计
?$ R #? #?

!!

注!

PN9Q(/

检测以大于或等于
#L$`#$

!

D=

42

"

3)

为检测阳

性+

X

表示阳性+

/L/

!

PN6/

I

定量检测对
PN6/

I

定性检测阴性脐血进行
PN.

6/

I

定量检测+

!%

份标本中共有
-

份检测阳性$

PNC/

I%

$L%

G

I

"

3)

%#占
%%L>U

+

'

!

讨
!!

论

血清感染标志物检测一直是临床诊断
PN9

感染的传统

手段#它实际检测的是人体对
PN9

的免疫反应状态+

PNC/

I

一直被临床认为是
PN9

的复制及传染性常用的指标+随着

对
PN9

研究的不断深入#

PN9Q(/

才是反映
PN9

复制及

传染性最直接,特异性最高的金标准)

#.%

*

+我国
PN6/

I

携带

者约
#L!

亿人#乙肝高度流行地区#约有
!>U

!

>$U

的
PN6/

I

携带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而引起的+宫内感染是母婴传播的

重要途径+宫内感染是指妊娠期间
PN9

进入胎儿肝细胞并

复制#母婴间宫内感染以病毒从母体进入胎儿血液和$或%细

胞,组织$即宫内传播%为基础+理论上#诊断宫内感染以检测

新生儿肝组织
PN9Q(/

最为理想#但实际操作并不可行#故

以往研究常以新生儿脐血或新生儿出生后
%?B

内外周血

PN9

标志物$

PN6/

I

,

PNC/

I

或
PN9Q(/

%阳性为诊断标

准)

!

*

+脐血是胎儿循环的一部分#胎儿宫内感染与否基本上可

从脐血中得到反映#并且脐血较易收集#因此本次研究以脐血

的
PN9

标志物为研究对象+

本次研究中脐血
PN6/

I

,

PNC/

I

和
PN9Q(/

阳性率为

%$L$U

,

!>L$U

和
!>L$U

#与文献资料报道新生儿
PN9

宫内

感染率为
#$U

!

??U

结果较一致)

?

*

+临床将血清
PN6/

I

阴

性,

PN9Q(/

阳性的
PN9

感染形式称为
PN9

隐匿型感染#

其形成机制包括
6

基因变异,

PN6/

I

低水平表达,

PN9

的整

合,含
PN9

免疫复合物的形成等)

>."

*

+

6

基因变异最常见的是

PN6/

I

0

E

1决定簇基因发生突变#目前人们公认0

E

1决定簇是与

抗
.PN6

结合的关键位点#此处个别氨基酸的变异就可以改变

其抗原性和免疫应答#因此常规酶联免疫所用的抗
.PN6

试剂

不能与变异的
PN6/

I

结合#导致
PN6/

I

阴性的
PN9

感染发

生)

8

*

+目前国产
+)b*/

试剂对
PN6/

I

的检测灵敏度为
$L>

G

I

"

3)

水平#据文献资料报道#低水平血清
PN6/

I

往往漏

检)

R

*

+本次研究中产妇静脉血和新生儿脐血的
PNC/

I

阳性

率比较#两者无明显差异#提示
PNC/

I

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直

接进入胎儿血循环+另外#脐血
PNC/

I

阳性率较高也可能与

被母血污染有关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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